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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专利信息服务业处于发展初期，建立其规范是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保障行业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

从系统论视角，对专利信息服务规范进行环境、问题、目标与结构分析，基于此建立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的

模型架构，提出采用“共性、个性分离展现、结合应用”模式构建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其中，融合时间维、逻辑维、

知识维等三维模式构建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分规范，以分级管理原则建立人员规范与机构规范，最后提出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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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is in its infancy． Establishing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Specifications is an effec-

tive means for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system theory，the tactical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Specifications (PISS) system is studied by " General－Part" Model architecture based o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problem，objec-

tives and structure of PISS． Of the PISS system，seven sub－specifications are researched by a 3－D model integrating the logic dimension，

time dimension，and knowledge dimension． Adopting grading principles，Service Agency and Service Staff Specifications are also set up．

Finally，implementa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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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于专利信息在技术创新与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专利信息服务已渗透到创新的各个环节。近年来，全

球专利信息服务市场持续增长，相关培训认证逐步升

温，服务范围不断延伸。目前，我国专利信息服务业尚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与国外发达国

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1－4］。为了使专利信息服务

更高效地服务创新，在我国建立专利信息服务规范极

为迫切。

1 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

在技术创新与市场驱动下，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局、
专利信息服务中介机构等纷纷推出了各类专利信息服

务，如专利性检索、专利侵权检索、专利预警等
［5 － 11］。

相关服务实践虽然不少，但目前国内外还未出台专门

的专利信息服务行业规范，仅有部分实质内容在国家

法规、国际条约、机构工作规范中有一定体现。例如

《专利合作条约》、《欧洲专利公约》及其实施细则分别

对国际检索报告、欧洲专利申请检索报告的内容进行

了具体规范; 我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及《审

查指南》对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评价的方法和原则做

出了明确规定。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了不同技术领域

专利性检索的近 2 000 份检索模板，对专利性检索工

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对于专利信息服务人员，部分国

家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人事岗位设置、
培训认证中提出了一定要求。例如，美国联邦人事管

理局的职业门类中设置了专利顾问系列，分为“基本

型”和“高级型”两大类。2009 年欧洲专利信息用户组

织联盟( CEPIUG ) 和专利文献组织( PDG ) 推出“专利

信息注册分析师( CPIA) ”认证。荷兰专利信息用户集

团( WON) 培训和认证机构 GO opleidingen 推出“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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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业人员”培训，考试合格后颁发证书
［12－15］。

2 系统论视阈下的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构建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涉及因素繁多、体系复杂，本文

在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构建中，尝试引入系统论作

为指导思想，以优化体系构建。
2． 1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研究中引入系统论的

必要性 由于系统论能够高屋建瓴，纵观全局地为复

杂问题提供有效的思维方式，因而经常作为解决各领

域复杂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专利信

息服务规范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系统分析

方法的指导下，结合内外环境阐明问题、确定目标、分
析系统结构，从而可以科学地建立系统模型、形成方

案，有利于自上而下、由粗到细、逐步深入地解决具体

问题
［16－17］。
2． 1． 1 系统环境与问题分析。体系构建的第一

要务是阐明问题，问题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作用和系

统内部梳理中产生，因此，在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构

建中，不仅要进行外部环境分析，而且要进行系统自身

条件、环境约束条件分析，从而解析出真正的问题。
a． 系统外部环境分析: 从政策环境看，近年我国已

出台《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全国

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等多项政策，为专利信

息服务规范的推出创造了良好大环境。从技术与市场

环境看，各国逐渐推出专利信息服务培训认证，市场持

续增长; 国内专利信息服务的潜在需求大、但用户认知

度偏低，贸易纠纷较多，需求意识亟需引导。
b． 系统内部条件分析: 我国从事专利信息服务的

机构繁多，涉及各省市科技情报所、科技信息中心、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专利代理机构、咨询机构、高校及各

种相关中介机构等; 但各机构的资源配置良莠不齐，服

务能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以满足用户需求。从服

务人员看，当前我国专利信息服务人员专业知识缺乏、
水平层次不一、数量缺口大; 从服务类型看，因用户需

求呈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服务内容不断延伸。
c． 环境约束条件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当前专利信

息服务规范体系包括以下环境约束条件: 一是因用户

需求具多样性、复杂性和潜在未知性，特定时期制定的

规范不可能覆盖全部服务类型。二是从服务内容看，

战略性专利信息服务、专利信息数据库建设依赖经验、
用户需求等，无定式可言，难以有统一的标准; 三是从

服务评价原则看，部分服务的判定原则需随各国专利

法调整而更新。
根据以上内外部环境、环境约束条件分析，专利信

息服务规范体系总体上存在以下问题: 机构鱼龙混杂、
人才队伍缺乏、服务水平不高、行业管理缺位、用户认

识不足等五大问题。
2． 1． 2 系统目标分析。系统目标分析是整个体

系构建的关键，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提出合理方案。
对于本规范而言，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是提升我国专

利信息服务能力、规范行业管理。在此框架下，结合以

上 5 大系统问题，建立二级目标集，从服务主体角度，

要加强机构规范管理、促进人才队伍建设; 从服务水平

角度，要提高服务质量; 从行业管理、引导用户认识角

度，要建立管理支撑体系。根据二级目标进一步建立

具操作性的目标手段。
2． 1． 3 系统结构分析。为了实现系统目标，要求

系统必须具备实现系统目标的特点功能，而特定功能

则由系统的一定结构来保证，系统元素是构筑系统结

构的基本单元。结合系统目标与业务特点，专利信息

服务规范体系应包括服务人员、服务机构、服务内容、
服务结果、服务评估、服务环境等六项要素。服务人员

与机构是系统的输入，服务结果是系统的输出，服务内

容表示服务的整个流程与方法等，服务评估可视为控

制和反馈，而服务环境看作为与外界的交互。图 1 为

系统结构图。

图 1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系统结构图

2． 2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的设计原则 专利信

息服务规范体系包含复杂的因素、程序与步骤，在构建

中必须遵循科学的设计原则。
a． 整体性原则: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由多个元

素组成，体系构建中不能将各部分孤立，也不能缺少必

要的元素，要在整体功能基础上展开活动，建立各部分

相互协调的完善系统。
b． 层次性原则: 为了使系统更加优化，应根据目标

将系统分解为一系列子系统并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

揭示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从属关系或相互作用关系，建

立合理、有序的规范机制。
c． 相关性原则: 规范体系构建中要注意各子系统、

因素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关联。例如，在专利信息服务

中，不同服务类型对机构级别和人员能力有不同的要

求，机构级别又与服务人员的配置相关。因此在规范

构建中，要将相关要素密切关联，才能符合实际需求、
具引导意义。

d． 环境适应性原则: 由以上环境约束条件分析可

知，专利信息服务与外部的市场环境、用户需求、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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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变化等密切相关，随着环境变化，专利服务类型、服
务判定原则等会随之变化，因此，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

系拟采用动态开放式，以满足系统的环境适应性。
此外，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还要满足可操作性

原则。规范最终要进入实际应用，因此要符合我国国

情、易于实施推广、便于调整更新与新服务的动态增

加。
2． 3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模型框架 在以上环

境分析、问题分析、目标分析与结构分析基础上，为了

提高可操作性，简化规范设计，本文对六大系统元素即

服务人员、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结果、服务评估、
服务环境的内容进行归并。其中，由于服务结果主要

以报告形式出现，可将该元素内容与表达服务流程、判
断原则等为主的“服务内容”合并; 服务评估主要评价

人员或机构的报告质量，可分别归并至服务人员、服务

机构，以年度抽查形式对人员、机构完成的报告进行质

量评估，以提高实施操作性; 服务环境动态性变化较

强，可独立于本规范、单独建立专门的管理支撑系统。
基于以上分析，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可集中为

两大部分，即主体规范与客体规范，其中主体规范包括

服务人员规范、服务机构规范; 客体规范即为服务内容

规范。为了体现环境适应性和可操作性，采用“共性、
个性分离展现、结合应用”模式，将所有分规范的共性

要求汇集于总则，个性特点体现于各个分规范，形成规

范子体系，便于后续扩展、调整、分级管理和使用。基

于以上构建原则，建立以下模型框架:

图 2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模型框架

2． 4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构建 为了促进行业

良性发展，本文不但研究了专利信息服务内容规范，而

且研究了机构和人员规范，以期建立行业准入标准，为

提升人员能力、提高行业服务水平、规范行业竞争提供

依据。
2． 4． 1 共性总规范。为使规范制定不仅满足标

准化，而且突显每类服务的特殊性，同时便于今后对新

增服务类型分规范的拓展，本文采用“总－分”形式，将

子系统中的所有共性要求提取至总则，例如对于所有

服务类型而言，服务合同、基本服务流程及其各环节的

基本要求与原则、报告撰写基本要求与格式、以及审核

程序、交结程序、复核程序、文档管理、保密规定等都具

有共性，无需在每个分规范中重复规定。同时对于人

员规范、机构规范以及各类服务内容分规范，又都具有

各自特点，个性部分可分别建立分规范。
2． 4． 2 个性分规范。
第一，客体规范构建。本文研究的客体规范即内

容规范，为专利信息服务规范研究的重中之重。内容

规范的建立有利于专业服务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学习与

培训; 有利于服务机构培养、管理与监督专业服务人

员，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有利于保障行业整体的服务水

准与有序竞争。
a． 客体范畴界定。目前，国内外专利信息服务基

本可以分为三类，即战略型专利信息服务、战术型专利

信息服务和专利信息数据库服务，各类服务的用途、直
接用户各有不同。其中战略型专利信息服务如专利战

略、专利预警等，主要用于帮助制订产业政策、知识产

权战略、产业战略等，此类服务十分依赖相关的管理理

论和经验参数，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有客

观统一的标准。专利信息数据库服务的内容和手段则

完全依赖用户的目的需求，然后选用相应的信息技术

来实现，相互之间没有定式。因此，对不同用户而言这

两类服务的内容没有一致性，若规范过细则容易造成

束缚、规范过粗则如同无规范，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
而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如专利性检索、侵权检索等，通

常用于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专利问题，一般以查全

率和查准率为检索质量标准。同时，诸如“新颖性”、
“创造性”、“专利侵权”之类的判定原则早已成为全世

界统一的金标准，因此无论从检索方法还是判定依据

大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尽管服务对象千变万化，服

务流程和操作方法在实践中均有较好的一致性。因

此，本文将专利信息服务规范的研究内容界定于战术

型专利信息服务。
基于应用的普及性、需求的广泛性原则，本文选取

了三个层次的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作为研究对象，即

国际通行服务、我国特有服务、及研究试点服务。其中

国际通行服务包括国际上早已达成普遍共识，应用亦

十分广泛的五类服务，即专利主题信息检索、专利性检

索、侵权检索、专利法律状态检索、同族专利检索。我

国特有的服务为针对国内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

许多省市相继开展的专利二次开发 ( 专利技术再创

新) 活动。由于国际上目前对专利二次开发还没有明

确一致的态度，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国内实际操作中的

经验和要求。研究试点服务选取在社会各个层面频繁

出现的 热 门 词 汇，却 很 容 易 被 误 读 的“自 主 知 识 产

权”。此类服务尽管还没有实际开展，但社会各界已

逐渐开始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考虑到国外基本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提法可供借鉴，本研究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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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b． 基于三维模式的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分规范构

建。本文研究的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虽然属于软科

学范畴，但服务对象即专利技术本身却属于硬科学范

畴，服务中不仅包含一定的周期阶段、还蕴含严格的逻

辑过程，且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如专利情报、科技情报、
信息检索等。鉴于专利信息服务的特点，本文基于三

维模式，即从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三个角度研究各

个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分规范。
通常，专利信息服务都始于用户需求的提出与受

理，接着制订服务方案，根据方案进入执行阶段，最后

审核结果，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复核，以上服务周期即

构成了专利信息服务的时间维; 服务实施中包含了严

格的逻辑流程，即: 首先要了解用户的目的与需解决的

问题，明确需求、提出目标、根据目标确定检索范围、选
择检索信息源、制订检索策略，执行检索并不断调整优

化检索策略、选取检索结果、最后分析检索结果、结合

相关判定原则形成结论、撰写报告。以上实施流程，构

成了专利信息服务的逻辑维。同时，在专利信息服务

实际操作中需要运用多种知识，涉及专利法、专利情

报、科技情报、自然科学、信息检索、及信息分析知识

等，这些知识构成了专利信息服务中的知识维。融合

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对内容分规范进行严格规定。
下图为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分规范的三维模式图。

图 3 专利信息服务内容规范三维模式图

在当前常见的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中，相互之间

均存在一定关联，例如专利性检索服务中涉及专利主

题信息检索; 被动型专利侵权检索服务中包含了专利

主题信息检索、专利性检索等; 专利二次开发服务、自
主知识产权认定中，均涉及了专利法律状态检索、专利

主题信息检索、专利性检索、侵权检索等，因此在七大

服务内容规范设计中，除了注重整体性、层次性外，还

要重视不同内容规范之间的相关性。
第二，主体规范研究。机构与人员是执行专利信

息服务的主体，因此其规范制定需与专利信息内容规

范密切关联。

a． 人员规范。纵观国际现有与专利信息服务有关

的人员培训、资格认证与岗位设置等，从总体上包括四

个方面要求，即专利文档及其获取、专利法律法规、专
利文献检索与整理和不同类型的专利检索方法，且大

多根据知识和不同类型专利信息服务的难易和复杂程

度进行分级
［12－15］。考虑到不同的专利信息服务，不仅

需要掌握检索方法，而且要具备特定的分析方法与判

定能力，因此，本文在人员规范制定中，在借鉴国际已

达成共识的分级认证基础上，将专利文档及其获取、专
利法律法规、专利文献检索和整理、不同类型的专利信

息服务作为人员规范的四大能力元素，按照其具备的

信息服务能力将人员资格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

级别。前三类能力元素是所有级别人员应具备的基本

能力。
由于各类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的难度系统差别较

大，因此人员规范的制定与内容规范必须密切关联。
其中，对于专利主题信息服务，由于仅以提供文档或简

单信息为主而不涉及深入的分析研究，所以将其作为

针对初级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的“基本检索技巧和能

力”。当涉及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服务、同族专利信息

服务和专利性检索服务时，由于责任和风险较大，对抗

性较强，所以“完整检索技巧和能力”作为中级以上

( 含)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的要求。目前国内外公认侵

权分析的难度最大，参考国际分级界限标准，将侵权分

析能力作为专门针对高级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的要求，

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从事提供与侵权分析相关的专利

侵权检索服务、专利二次开发服务和自主知识产权认

定服务。此外，人员规范中，还要融入服务质量评估规

范，以抽查形式进行报告质量的考核，以督促服务人员

能力的不断提升。具体要求见表 1。
b． 机构规范。机构规范的制定对专利信息服务行

业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专利信息服务的特

点，一个机构能从事专利信息服务，必须具备一定数量

的专业人员、专业的检索工具，必要的信息资源，能开

展一定类型的专利信息服务，同时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其中，不同的专利信息服务对资源要求有所不同，例如

专利性检索、被动侵权检索、专利二次开发服务的文献

范围，除了专利文献外，还必须包括非专利文献。那些

完全依赖网上专利数据库的机构显然不能胜任。因此

“文献资源可获得性”的是机构规范的重要因素。就

人才要求而言，除专利法律状态检索和同族专利检索

服务以外，其他服务类型都与技术主题密切相关，对专

业性要求很高。那些不能按照学科分类配备人员的机

构，不具备承担技术相关服务的条件。此外，像专利侵

权检索、专利二次开发和自主知识产权认定这样高度

复杂的服务，也不是一般机构都能胜任的。

·361·第 7 期 瞿丽曼: 战术型专利信息服务规范体系构建研究



表 1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的分级及其能力要求

能力 要求
分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专利文档及

其获取

了解关键词 /主题词系统、专利分类

法及检索技术、能进行内容分析。
√ √ √

专利法律法

规

了解主要国家的工业产权、专利授权

条件和过程、授权程序中与检索相关

内容、及维持和利用专利的条件和要

求。

√ √ √

专利文献检

索和整理

了解不同的文献传递系统、能够将用

户需求转换成专利检索主题。
√ √ √

不 同 类 型

的 专 利 检

索服务

专利主题信息服务 √ √ √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服务 √ √
同族专利信息服务 √ √
专利性检索服务 √ √
专利侵权检索服务 √
专利二次开发服务 √
自主知识产权认定服务 √

表 2 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的分级及其能力要求

机构能力 要求
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人力资源

初级 √ √ √
中级 √ √ ≥1 名

高级 ≥3 名≥1 名

文 献 资 源

可获得性

专利文献 √ √ √
非专利文献 √
PCT 最低文献量 √ √

检索工具

互联网免费数据库 √ √ √
商业化的收费数据库 √ √
国际联机系统 √

服务范围

专利主题信息服务 √ √ √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服务 √ √
同族专利信息服务 √ √
专利性检索服务 √ √
专利侵权检索服务 √
专利二次开发服务 √
自主知识产权认定服务 √

管理制度 流程、档案、保密管理 √ √ √

因此，专利信息服务机构规范必须具备五大元素:

人力资源、文献资源可获得性、检索工具、服务范围、管
理制度。机构规范不仅与人员规范相关、还和服务内

容规范相关。在机构规范制定中，按照机构具备的五

大元素能力进行分级认定与管理，从高到低分为一级、
二级和三级 3 个级别( 表 2 ) ，可通过向主管机构申请

审批的方式取得。

3 专利信息服务规范的实施对策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专利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大

都经历了政府倡导、资助，到不断推进信息服务的产业

化和商业化的历程。在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管理的实施

中，为了促进规范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从政策与机制

上的积极支持与引导。
3． 1 构建专利信息服务管理支撑体系 目前专利

信息服务行业主体管理缺位，建立管理支撑体系，是落

实“专利信息服务规范”的重要前提。管理支撑体系

的建立，有利于专利信息的推广传播和利用、检索环境

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各种宏观政策的制定与指导; 同时

为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日常管理，及服务质

量的监督把关，以推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 2 落实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行业扶持体系 借

鉴国际领先组织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建议加大政府采

购、财政补贴等扶持力度，引导和刺激专利信息服务的

社会需求，提升用户的认识水平和应用意识; 将服务内

容列入政府科技发展项目的申请和验收，予以重点扶

持和引导，促进专利信息服务健康发展。
3． 3 建设培训考评激励相结合的人才体系 专利

信息服务是一项对服务人员极富挑战性的高智慧、高
技能的智力活动。考虑到我国现有专利信息服务人才

队伍奇缺的现状，应当尽快采取多项措施提升人员素

质，如建立专利信息服务人员资格认定、岗前岗后培

训、考核评定的管理办法，开展从业资格认定考评，建

设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和完善相关的专业技术

职称评价体系。
3． 4 保障开放、稳定和高质量的资源体系 相比专

利信息服务领先国家，我国的专利数据源质量不高，数

据缺乏动态实时维护，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没有保

障; 缺乏信息资源的整合，导致资源分散; 缺乏高水平

的深加工专利数据库，建议加大力度完善专利信息服

务文献支持系统，为专利信息服务创造良好的信息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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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动功能成为摆设。国内 OAJ 在建设平台互动功

能的时候，需要注意“形神结合”，不但需要借鉴互动

功能的开发建设，还要借鉴国外 OAJ 如何借助互动功

能，开展持续用户服务，加强用户沟通。
4． 2 整合与专业的服务定位

4． 2． 1 整合服务平台带动整体发展。国外 OAJ
发展初期，印度、巴西、日本等国家考虑到如果 OAJ 各

自为政，不仅规模小，成本也难以承受，因此，他们都分

别建立并大力推动各自的整合服务 OAJ 平台( 如巴西

SciELO、印度 Open J－Gate、日本 J－STAGE 等) ，从而

带动了其国内 OAJ 事业的发展。而我国目前 OAJ 事

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也面临着同样问题，有些期刊想进

行 OA 尝试，但是由于成本和技术面临着种种障碍而

不得不搁置; 同时有研究表明，国内用户对 OAJ 的整

合服务有显著的需求
［12］。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目前

可以进一步推动整合服务模式的 OAJ 平台建设，让整

合服务的 OAJ 平台为分散的 OAJ 提供帮助，从而推动

我国 OAJ 事业的发展，以加速我国科技文献的全球传

播。
4． 2． 2 专业学科平台推动深入发展。国外以专

业学科服务模式运作的 OAJ 平台由专业学科的学术

机构设立，非常重视以学科服务，成为专业学科之中的

权威。而国内由学术机构设立的 OAJ 平台较少，多数

是由出版商或科研部门开设的多学科的综合平台，如

Socolar、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
虽然平台资源丰富全面，但是就某一专业领域而言，综

合性 OAJ 平台很难具有权威性。国内专业学术研究

机构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凭借自身专业学术优势，建设

专注于某一专业学科的 OAJ 服务平台，加强 OAJ 的专

业性和权威性，以提高我国科技论文在国内及国际上

的影响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外 OAJ 的平台功能、服务模式已较

成熟，OAJ 的影响力和学术权威性已逐渐得到国外学

术界的认可。本文在详细调研、深入剖析国外 OAJ 平

台建设功能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为我国 OAJ 平台的

发展总结功能与服务两方面的启示。我国 OAJ 平台

可借鉴国外的理念和经验，在把握好整合与专业定位

的基础上，融入开放与互动的 OAJ 平台功能，以进一

步提高我国 OAJ 的服务水平、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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